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精选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篇一

《珍珠泉》一课是略读课文，我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重
点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虽然以前也讲过阅读方法，但此次
给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此之前，学习每一篇课文，让学生读
完课文后，进行质疑，提出自己看法来，学生们都是两眼向
天，不知提什么问题好，甚至说“没什么问题，读懂了全
文”。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没什么问题，是因为他
们不会提问题。这次，学习《珍珠泉》时，也碰到了同样的
问题，这时我着急了。下课后，我反复查阅了有关阅读教学
的资料，得到了一个自认为可以启发学生思路的阅读方法：

1．整体读全文一次后，理解课文的主要意思，即课文写的是
一件什么事。

2．遇到不懂的字词，就采用多种形式去问，如查字典、请教
同学、老师或父母。

3．质疑．根据课文内容，提出问题。

4．反复读文，找出答案，从段入手，短中找句，句中找出关
键字眼。

5．再次感情读文，体会不同人物所表达的情感。

6．读完后，看看自己想说些什么（拓展学生思维）。



没想到，我这样一讲，同学们的思路顿开，结合课文《珍珠
泉》，再让学生读文。很快，就有学生提出问题，如：“为
什么叫珍珠泉？”马上有同学找到了第三自然段，并把句子
找出来了。又如，“珍珠泉周围有什么景物？”很多同学抢
着把句子找出来并很有感情地读了出来：“这是一潭深绿的
泉水。周围镶嵌着不大……给珍珠泉编了个朴素的花环。”
并指出了关键词语“石头、黑里透绿的青苔、蕨草、花
儿……”通过这一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教学时，只要
我们老师指导的方法得当，学生的'思路就能打开。我们不能
低估学生的能力，同时更要积极钻研教材、不断改进自己的
教学方法，才能受收到较好的成效。俗话说得好：有怎样的
教师，就有怎样的学生。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篇二

教学这一课，我从课题入手让学生提问题，猜课文会写什么。

学生读了课题，说想知道珍珠鸟长什么样？为什么叫珍珠鸟？
学生猜课文会写珍珠鸟的样貌和生活习性。于是，我让学生
带着问题、带着猜想去读课文。在读通课文后，我让学生说
说课文写了什么。学生有的说课文写了珍珠鸟的样貌，有的
说写了珍珠鸟的淘气，有的说写了“我”对珍珠鸟的爱护，
有的说写了珍珠鸟对“我”的信赖。我肯定了学生的发现。

这一过程是学生自己去阅读、自己去发现的，老师所做的只
是引导与激励。经常训练，我想学生的阅读感知潜质与整体
把握潜质会得到提高。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篇三

课文从水泡的形、动、色三方面介绍了水泡的有趣。在学习
水泡的形时，我采用了评读的方式，让学生在相互的朗读之
中感受重点。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朗读能力，又可以让学
生说出自己对课文的理解。接着我借助学生的表演，让学生



感受到了水泡的形成过程的有趣。在这我为学生表达的训练
创设了一个情景：“小水泡们，你扑哧一笑想说什么?”为学
生的朗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习水泡的颜色时，我让学生自己去找读懂了什么?但我发
现平时教学中多次强调的标点的问题学生病没有真正得到重
视，所以耽误了时间。设计时可以改为找了两个同学读，在
第二个同学读时我告诉了它读的技巧，一方面是为引起其他
同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到水泡的五颜六色。

通过以上的学习，学生已深深的感受到作者是多么喜欢珍珠
泉，同时我也感受到学生也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眼清泉，在
他们心中有了一种表达需要。

这时我设计了：你想对珍珠泉说些什么?作者说了什么，找到
文中的话，读出自己的感受。在这一部分中学生强调更多的
是前半句。为此我为学生设计了一个重走作者童年走的小路
去打水的情景，让学生感受到水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从而达
到赞美家乡的情感。这一部分中学生的情绪被充分的调动起
来了。顺理成章的设计了一首小诗，让学生尽情的表达。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篇四

《珍珠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描述了“我”为一种怕人的
鸟----珍珠鸟创造了安逸、舒适、自在的生活环境，使它们与
“我”越来越亲近，从而说明了“信赖”往往创造出完美的
境界。课文写的生动活波，妙趣横生，很能引起学生的阅读
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小鸟与人关系的变化去启发学生，出
示两道题：我是怎样善待珍珠鸟的?珍珠鸟又是怎样逐步信赖
我的?让学生思考并讨论。先自主尝试，然后交流。珍珠鸟怕
人，但作者的精心照顾、无尽关爱化去了这一切。作者为他
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巢，让他们住的舒心，不去惊扰他们，



让他们住的安心，正是这种奉献，鸟儿们由不敢出笼，到敢
伸出嘴，到在作者书屋里自由飞翔，以至于——喝作者杯中
的水，啄作者握好的笔，玩的尽心，乐不思“窝”，竟酣睡
在作者肩头!这种“胆性”的开放的背后，是关爱做的桥梁，
信任作的基础.不但让学生们明白要爱护动物、善待生命，并
且深一步启示了孩子们——信赖是人与动物、人与人和谐相
处的基础。由此，我在讲授本课时，注重启迪，自我领悟，.
让学生熟悉课文、理解知识.

但阅读教学不仅仅是让学生熟悉课文、理解知识的过程，更
是学生个性体验、与作者交流、体会情感的过程。在教学过
程中，我没有采取多种读的形式，没有让学生与作者心灵交
会，尤其是文中作者猜到小雏儿的出生、看到小雏儿肥胖的
样貌、呢称“小家伙”、珍珠鸟逐步信赖我的过程、注视小
鸟儿沉睡的语句，应当让学生们读出情，咀出味，感知作者
那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对鸟儿关爱之情，让孩子们在活力四
溢的朗读中，得到深刻的感悟与永恒的记忆。让学生明白读
本好书就是与一位伟人交流。课后深知“讲解只能使人明白，
而朗读更能使人感受。”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语感，就应
先从朗读入手。

在日后的教学中，要充分让学生读书，感知课文的语言。让
学生的体验感悟经过他们的朗读表现出来，所以，如何让学
生在自我的课堂上，真正用情去学，用心去学，发自内心的
喜欢语文课堂也是今后教学中不断追求的目标。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篇五

在学习水泡的颜色时，我让学生自己去找读懂了什么?但我发
现平时教学中多次强调的标点的问题学生病没有真正得到重
视，所以耽误了时间。设计时可以改为找了两个同学读，在
第二个同学读时我告诉了它读的'技巧，一方面是为引起其他
同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到水泡的五颜六色。



通过以上的学习，学生已深深的感受到作者是多么喜欢珍珠
泉，同时我也感受到学生也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眼清泉，在
他们心中有了一种表达需要。

这时我设计了：你想对珍珠泉说些什么?作者说了什么，找到
文中的话，读出自己的感受。在这一部分中学生强调更多的
是前半句。为此我为学生设计了一个重走作者童年走的小路
去打水的情景，让学生感受到水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从而达
到赞美家乡的情感。这一部分中学生的情绪被充分的调动起
来了。顺理成章的设计了一首小诗，让学生尽情的表达。

珍珠鸟教学反思优缺点措施篇六

这篇略读课文，我的教法是：

１、让自习；

２、让自读，熟为止；

３、擂台式解决疑难；

４、最后共同谈学获，并小结课文。

似乎比较有效，学生学习兴致也很高。只要课前把握了课文
的主要内容、思想教育要求，认真引领，就能让学生很快理
解课文，领悟思想感情。课本后的'选学课文，课外阅读指导，
我也这样试着去教学。


